




艺
,

弘扬 占筝艺术的精神而感动
。

香港有关报刊对 曹桂芬的演奏
,

给 予了高

度评价
。

亚洲艺 术季专辑在
“

民族音乐引发新

灵感
”一文中说

“

河南派代表人物曹桂芬却显

示 出了深远的历 史渊源和学术风范的高 山流

水
,

是
一

种意重于情的演绎
。

曲子的结构也 比

山东派似乎严谨些
。

筝的体积虽小
,

音色同样

的嗦亮却更沉着
、

深厚
。 ”“

曹桂芬的技巧 手法

似乎更 为精炼
,

身为曹派宗师曹东扶之女
,

她

的演绎具有更 多的学者风味
。 ”

曹桂芬 从香港返 回后
,

省
、

市电台都对她

进行 了采访
,

接着 又 为她制作 了两 个音 乐专

题
。

其中省电台在解说词中有这样评价
“

一把

古筝
、

两袖清风
,

这八 个字是曹桂芬的座右铭
。

我们聆 听她 的演 奏
,

不仅是欣赏她 的古筝艺

术
,

也从中深悟到这 八个字的内涵
。

从她指尖

流出的音乐
,

是那么 朴素
、

亲切
、

秀美
、

纯真
,

犹

如一股清凉的泉水
,

流进我们的心 田
,

使心灵

感到滋润
、

净化
”

曹桂芬的艺术在香港影响较大
。

年

月和 年元
一

月
,

应香港雨果录音公司
、

丰艺

唱 片公司邀请
,

分别在上海
、

广 州为其录音筝

曲 首
,

曲港方在 日本制作激光唱 片和盒式

磁带
,

发行海外
。

雨果录音公司为她制作激光

唱片的介绍是 本 香港的国际级 收录河

南派筝曲二十一首
,

是河南筝的精华所在
,

是

很具份量的乐曲
。

学筝者不可不识
,

是经典之

作
,

筝的瑰宝
。

经典的演绎
,

本 应列必须珍

藏版本
,

普通听者亦应仔细欣赏这筝坛大师的

精采演奏
。

香港丰艺唱片公司顾问杨桦对曹桂

芬评 价道 功底深 —这 在 香港我 们早 已 了

解 路子对 —古筝不仅可演奏筝曲
,

而且可

演奏戏 曲
,

喜怒哀乐鲜明 地方 味浓 一一听

就知道是河南音乐
。

临宝岛台滋获知音

年 月
,

春光明媚
,

曹桂芬应邀参加

了台北市主办的传统艺术季
。

她在
“

古筝与竖

琴之夜
”
两场演出中

,

与台湾留德著名竖琴演

奏家高丽英及 台湾古筝名家陈国兴
、

黄好吟
、

李枫
、

魏德栋等同台演 出
,

并由曹桂芬领衔献

敢
。

她所弹 的《高山流水 》
、

《曲牌联奏 》
、

《大起

板 》
、

《抬花轿 》
、

《苏武思 乡 》
、

《闹元宵 》等 个

曲目
,

都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
。

特别是她 自弹

自唱的河南大调曲子最大曲牌《码头 》中的《石

榴花开 》
、

《残花 自叹 》等
,

更引起听众极浓的兴

趣
。

台湾多家报纸都以 显著位置报道演 出情

况
,

并配发了曹桂芬的大幅照片
。

台湾民生报

评论说
“
在本地筝乐界初步与她交流之后

,

都

强烈感受到曹桂芬准确
、

利落的筝艺
,

特别是

左手的吟揉颤放
,

将每个音处理 的富有层次
,

几可说炉 火纯青
。 ”又说

“

曹桂芬琴艺深厚
,

出

手不凡
,

左手功夫
,

不同凡响
。 ”

曹桂芬此次赴台
,

除在 台北市演出两场
,

还做了示范讲座
。

讲座内容
,

是
“

河南曹派古筝

艺术的主要特色
” 。

她的讲座深入浅出
,

同时做

到讲
、

弹结合和讲
、

弹
、

唱结合
,

受到古筝爱好

者的称赞
。

在听众的强烈要求下
,

她不得不突

破原计划
,

示范讲座 又在台中市进行
。

曹桂芬的唱片
、

磁带
、

激光唱 片
,

年代
、

年代均在台湾流行
,

深受当地群众喜爱
。

此

次在台期间
,

曾有汉声
、

复兴等四家电台对她

专访
,

还有 电视台为她录像
,

这些访录活动都

由台湾电台
、

电视台及时播映
。

曹桂芬在台期间
,

台湾一文化单位为她录

音河南筝曲 首
,

现 已由太平洋唱片公 司制

作弹唱专辑的激光唱片和磁带发行
。

在台湾被誉为
“

筝乐泰斗
” 、 “

筝乐之父
”
的

梁在平先生
,

虽 已 岁高龄
,

但他不顾年迈体

弱
,

兴致勃勃
,

连看两场《古筝与竖 琴之夜 》演

出
。

并赋诗一首相赠

河南筝师曹东扶
,

大名久仰无缘会
。

幸有哲嗣曹桂芬
,

来台献奏高艺随
。

逸响清雅功夫隽
,

中州古调真精粹
。

为人和霭技术纯
,

豫派幸选好传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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